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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教学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宪法学教学理论与实践》回顾了我国30年来宪法学教学研究的情况，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本科教学
概况、课程建设的艰辛历程和课程体系建设情况；探讨了宪法学教学理念的变革，《宪法学教学理论
与实践》是国内首部专门系统探讨宪法学教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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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应平　男，汉族，安徽省长丰县人，1966年生。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宪法学教研室主任、公法研
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博士后，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访问学者。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比较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宪
法学研究会理事。出版《论平等权的宪法保护》等专著6部，参编、参著宪法类教材或专著18部，发表
论文150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司法部、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信访办等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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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宪法学教学发展脉络
　一、宪法学教学研究30年
　二、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本科教学概况
第二章　宪法学教学理念的变革
　一、培育大学生公民意识
　二、宪法学教学如何契合本科生的司法考试
　三、宪法学教学兼顾培养学生就业考试和职业发展能力
　四、致力于知、行、研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第三章　宪法学课程建设
　一、探索课程建设的艰辛历程
　二、课程体系建设
第四章　宪法学教学环节及其改革创新
　一、宪法学课程内容教学体系
　二、搭建网络教学平台
　三、模拟教学在宪法学教学中运用的成果检验
　四、宪法学考试卷及其答案设计
第五章　宪法学教学方法
　一、宪法学案例的选择及教学
　二、教学与研究间如何转化
　三、推进多样化教学方法
　四、立法学课程教学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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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国家机构部分的教学中，由于在现行宪法中该部分的条文占一半多，而且涉及诸
多的宪法性法律，更需要对相关知识点归纳总结。在宪法学教学中，至少有以下的内容需要通过表格
的形式给学生进行归纳性的分析和介绍，否则学生将无所适从。具体包括：四部宪法中各国家机关的
存废；各国家机关责任制的情况；各国家机关领导人的任届限制；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关系；各行政区划变更的审批机关；各级人大和常委会有权提出议案的主体；有权提出质询案的主体
和对象；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机关和审批程序；地方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任免权；地方权力机关提罢免
案和撤职案的主体及对象；各级人大代表履职时的特定权利等。历年司法考试中运用到上述知识体系
的题目很多，如2009年多项选择题关于监督法中撤职案的问题，涉及提出撤职案的主体、要求和通过
程序；2008年多项选择题关于哪些主体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提出法律案；2003年和2008年各一道不定项选择题对人大代表特定权利的考核等。如果不系统掌
握这些知识点，那么将无从应对如此繁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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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学教学理论与实践》立足于宪法学本科教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探讨宪法学教学中涉及的诸多
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宪法学教学发展史、宪法学教学理念的转变、宪法学课程建设的内容、宪法学
教学环节及其改革创新、宪法学教学方法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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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得太肤浅，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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